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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2 月 3 日（六） 
開幕禮及主題演講 

0930-0940 歡迎及介紹 
開幕禮致辭 
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鄺志良教授 
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介紹 
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梁慕靈博士 

0940-1010 主題演講（一） 
三論經學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 
彭林教授（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） 

1010-1040 主題演講（二） 
孟子義說管窺 
單周堯教授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） 

1040-1100 小休 
第一場討論 （主持人：顧永新教授） 

1100-1120 
 

論文發表（一） 
從海昏簡《詩》的序次重探清代三家《詩》學中的魯毛異同說 
張錦少教授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）、林芃彬先生（香港

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） 
1120-1140 論文發表（二） 

安大簡《詩》與清華簡〈耆夜〉所載〈蟋蟀〉新探——兼論先秦詩歌

「族本」與「素材庫」相關問題 

鄭楸鋆先生（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） 
1140-1200 綜合討論 

午膳 
第二場討論（主持人：李旭教授） 

1400-1420 
 

論文發表（三） 
《儀禮》「設經之法」類型探析—以《儀禮．士昏禮》為考察中心 
李洛旻博士（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） 

1420-1440 論文發表（四） 
鄭玄井田義疏解 
高瑞杰教授（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） 

1440-1500 綜合討論 
1500-1510 小休 

第三場討論（主持人：李洛旻博士） 
1510-1530 
 

論文發表（五） 
禮文與仁心——基於《儀禮鄭氏注》心理維度的討論 
李旭教授（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） 



1530-1550 論文發表（六） 
明代魏校《周禮沿革傳》初探 
梁德華博士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） 

1550-1610 綜合討論 
1610-1620 小休 

第四場討論（主持人：張錦少教授） 
1620-1640 
 

論文發表（七） 
鄭玄《禮注》據《論語》推原禮義說 
許子濱教授（嶺南大學中文系） 

1640-1700 論文發表（八） 
《穀梁傳》姓氏名字例考釋 
簡逸光教授（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經學研究所） 

1700-1720 綜合討論 
 

--第一天會議完畢-- 

 
 
 
2022 年 12 月 4 日（日） 

第五場討論（主持人：潘銘基教授） 
1000-1020 
 

論文發表（九） 
明刻《周易》經注本研究 
顧永新教授（北京大學中文系、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） 

1020-1040 
 

論文發表（十） 
漢初禮經傳習脈絡研究 
張濤教授（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） 

1040-1100 綜合討論 
1110-1120 小休 

第六場討論（主持人：高瑞杰教授） 
1120-1140 
 

論文發表（十一） 
莊存與春秋正辭屬性蠡測 
蔡長林教授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） 

1140-1200 論文發表（十二） 
香港《易》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
謝向榮教授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） 

1200-1220 
 

論文發表（十三） 
略論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動物詞匯以《山海經》、《方言》為證之注

釋方法 
潘銘基教授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） 

1220-1250 綜合討論 
午膳 



第七場討論（主持人：張濤教授） 
1415-1435 
 

論文發表（十四） 
日本德川時代「三禮」研究概況序說 
工藤卓司教授（日本県立広島大学 地域創生学部） 

1435-1455 論文發表（十五） 
西陂柳僖《尚書今古文訟疑》研究 
陳亦伶教授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） 

1455-1515 綜合討論 
1515-1530 小休 

第八場討論（主持人：王利教授） 
1530-1550 
 

論文發表（十六） 
經訓與校訓 —莫儉溥《敦梅學校校訓要義》 
盧鳴東教授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） 

1550-1610 論文發表（十七） 
王引之《經義述聞．國語》補正 
郭鵬飛教授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） 

1610-1630 論文發表（十八） 
從胡適「權三條」論戴震《孟子字義疏證》「權」字 
王利教授（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） 

1630-1700 綜合討論 
閉幕 

1700-1720 會議總結及致謝 
會議結束 

 
 

--第二天會議完畢-- 

 
 


